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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進入了 21 世紀，資訊科技的演進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浪潮，對傳

統書面文本產生強烈衝擊，改變人類溝通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已轉變課程、教

室和教科書的形式及內涵，世界各國紛紛推動新的教育新型態。近期瑞典政府決

定不再使用平板作為教育的主要媒介，反而回歸紙本書籍和書寫，引起廣泛關注

和討論。因此，本文將深入檢討瑞典的這一決策，瞭解其中的原因和相關的政策

概要，並探討其對臺灣推動相關政策的啟示。 

二、瑞典棄用平板回歸紙本和書寫的轉變 

首先，從相關新聞報導中，說明此項政策的內涵，分析其轉變的原因。 

(一) 關於此項轉變政策的相關報導 

今年（2023）10 月 5 日看到 Yahoo 奇摩一則新聞，標題為「反其道而行？

瑞典學校棄用平板回歸紙本書寫，政府年編 20 億」（Yahoo 奇摩國際通，

2023.9.11），這個新聞並沒有引起國內太多討論，卻引發我的好奇，因而開始查

詢相關新聞。 

從 Google 搜尋引擎所查找的資訊顯示，關於這項政策的報導並不多，進一

步仔細分析才發現，這項政策的新聞源頭是 2023 年 9 月 10 日的新聞，標題名為

「瑞典為科技重度使用學校帶回更多的書本和手寫練習」（Sweden brings more 

books and handwriting practice back to its tech-heavy schools）報導（Pele, 2023.9.10）。 

這項新聞報導除了相關政策的簡要說明之外，也引述部分學校教師和學生的

看法。這項政策是自從 2023 年 8 月開始，受訪的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對這項政策

的轉變，不僅持肯定態度，認同書本閱讀和手寫的重要性。相關新聞的深入分析

指出，其中關鍵原因在於這項政策是教育部長 Lotta Edholm 所做的決定，他本身

就是對政府過度擁抱科技的強烈批判者（Amagour, 2023.6.16）。 

而這項回歸傳統媒介和方法的決定，主要也是回應一些政治人物和專家質疑

瑞典過度數位化教育的質疑，尤其是對於幼兒園也開始使用平板進行教育的做法

（Pele, 2023.9.10）。因此，在實施新政策的同時，瑞典政府開始編列相關的經費

購買書本，並決定廢止學齡前兒童的數位學習（Desk, 202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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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持此一轉變的相關決策基礎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瑞典所參與的 PIRLS 結果也顯示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

退步了，也導致政府開始針對此一過度擁抱數位化教育的反思。所謂的過度擁抱

數位化教育的反思，主要是針對在數位科技盛行的思潮下，平板也開始進入幼兒

教育階段（Desk, 2023.9.11）。 

其中，政府的決策基於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擔憂，特別是在「國際閱讀素養調

查 2021」（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評估中顯示的

成績下降。例如，2021 PIRLS 的成績是 544，相較於 2016 年的 555 分，下降 11

分。雖然，這樣的現象和新冠肺炎流行，或許有所影響，不過，同樣參加此一評

量的新加坡卻是進步的，從 576 分進步到 587 分，而英格蘭只有些微退步，從

559 分掉到 558 分（Mullis et al., 2023; Pele, 2023.9.10）。 

專家分析認為，除了新冠肺炎的影響之外，外來非使用瑞典語的移民逐漸增

加也是影響因素，而學校課程使用螢幕的時間過長反倒是主要因素（Desk, 

2023.9.11）。此一主要報導分析也引用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UNESCO, 

2023），說明它對過度使用科技提出了警告，應該適當的使用，僅是互補，而非

取代面對面的教師主導的教學，以維持教育的品質。 

此外，這項決策也引用了相關實證研究的證據，即數位學習未能促進學習，

反而妨礙了學習。例如，一項由 Sweden Karolinska 研究機構進行的研究發現，

使用數位工具不僅無法促進學生的學習，反而有所妨礙（The Guardian, 

2023.10.5）；有的研究結果顯示，它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在

閱讀理解方面（Brante, 2018.5.29）。這也進一步強化了瑞典政府回歸紙本和書寫

的合理性，著重於提升學習效果。 

三、對臺灣制訂及實施相關政策的啟示 

如前所述，這一現象引起了世界各國教育界矚目，也引起正反雙方對科技使

用的爭論，成為政府重新評估教育科技政策的動力。因此，這樣的反轉趨勢對我

國推動數位政策是否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科技及線上教學的採納已在歐美各國引發廣泛的討論（Desk, 2023.9. 11; 

UNESCO, 2023）。例如，波蘭政府最近執行的政策是為小學四年級每位學生購買

電腦，以使國家更有科技競爭力。德國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將所有東西上

線的速度卻很緩慢，教育也是如此。美國在新冠肺炎肆虐下已為公立中小學生採

用電腦，但仍有數位落差存在，所以數位和書面教科書並存（Gecker, Ge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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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shaber, 2023.9.17）。 

根據最新的 PIRLS 2021 報告，瑞典和臺灣的閱讀素養表現得分完全一樣，

都是位居第七名，不過，我四年級學生的閱讀理解平均分數為 544 分，和前一次

的評估結果相較，也是退步，從 559 分退步到 544 分，退步了 15 分（Mullis et 

al., 2023），退步的幅度更大。此一退步現象究竟是新冠肺炎造成的，抑或使用數

位科技所影響呢？根據國內相關的報導顯示（嚴文廷，2023.5.16），雖然 PIRLS

評比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但我國屬於第一波蒐集的樣本，在 2021 停課前即已

完成施測，因此可以排除這個影響因素。 

我國自 2021 年起推動「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政策，陸續投入 200 億的

經費，計劃於 2025 年前從 1 至 12 年級全面普及平板電腦，並整合數位教材於課

程中，以提升學生數位素養（教育部,  2021）。這項政策的制訂和推動，也是受

到新冠肺炎所催化而全面啟動。 

2016 年 PIRLS 結果顯示（柯華葳、張郁雯、詹益綾、丘嘉慧，2017），我國

學生的數位閱讀素養表現不如書面閱讀的素養，其中原因是不熟悉網路閱讀環

境，學校在這一方面的教導並不普遍。針對這項結果的檢討，因而提出雙閱讀素

養教學這項重要概念，包括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兩種類型（Survey, Monitor, 

Integrate, Learn, Evaluate）（陳明蕾、丘美珍，2023），促進數位閱讀的推動。 

雖然數位閱讀已是不可逆的教育趨勢，學校的閱讀教育也必須納入這項素養

的培育，以避免螢幕的劣勢效應（陳明蕾、丘美珍，2023; Wolf, 2018）；然而，

Wolf（2018）的研究分析卻發現，紙本閱讀才能培養深刻的閱讀，其閱讀表現也

優於數位閱讀。換言之，雙閱讀素養應先精熟書面閱讀，再結合數位閱讀，將兩

者整合在一起，既能學會書面閱讀所產生的深刻閱讀和深刻的思考，再結合另一

新的數位閱讀媒介，以獲得快速、便利和廣泛的資訊。 

同樣地，瑞典對於平板使用的政策轉向，對於我國推動相關教育政策應能有

所啟示。例如，相關政策的推動應審慎地考慮學生使用平板的時間和方式，強調

數位教育的品質而非工具的數量。推動時應考慮在某些年齡或教育階段制訂使用

的規範和限制。同時，將提升教師數位工具使用的專業知能，以促進並確保學習

的品質列為重要的目標。這些方向應該納入相關政策的評估和修訂過程中進行考

量。 

四、結語 

在全世界積極擁抱數位科技的潮流中，我國也在全面推動「生生用平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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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瑞典這項回歸紙本和書寫的決定，並非排斥數位科技，而是針對教育過度

使用科技的反思，檢討 PIRLS 成績下滑的現象並奠基於相應的實證研究，以提

出修正的政策。因此，瑞典此項政策背後的決策基礎，對於我國在推動數位教育

的政策應能有所借鑑，更何況也面對同樣 PIRLS 成績下滑的現象，更應該謹慎

並依據實際的需求調整政策的走向，確保學生能在推動相關政策的過程當中，其

學習的品質能夠獲得確保，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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